
■ 高琳

最近一期《新相亲大会》上，沈阳一男嘉
宾刚出场即有女嘉宾为其颜值而爆灯，然而
接下来男嘉宾的表现却差强人意。他38岁，
有过4段恋情，都是他提出的分手，原因都是
对方“不够完美”。没想到这引来“明星助力
官”王琳的“三连问”，言外之意就是你凭什
么要求她“完美”？最后男嘉宾果然没有牵
手成功。这再次说明，有些人并不是输在不
够优秀，而是输在了优越感上。

自信并不等于优越感，自卑感和优
越感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很多人都以为只有自信才能表现出优越
感，恰恰相反，正因为不自信才导致优越感。
自信是我很好，你也可以很好；优越感是我好
不好不重要，只要我比你好就行。自信通常是
一种自然流露，而优越感则更像是一种表演，
只不过很多时候入戏太深已经不知道自己是
在演了。

第一个使用“优越感”一词的心理学家阿
德勒认为，优越感来自克服自卑感的需要，自
卑感和优越感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从某种
角度来说，自卑感可以成为一种动力，激励人
们超越自我、实现目标。正因为每个人多多
少少都会有些自卑，所以才要追求优越和完
美。但有时候，人们会陷入到两个极端中：要
么陷入自卑情结，缺乏自尊，觉得自己哪儿都
不如人；要么陷入优越情结，夸大自我的重要
性，靠贬低别人来认可自己。

所以，优越感只不过是自卑感以倒立的
姿态走路。那些有优越感情结的人，很可能
会在内心深处有某种深深的、内在的自卑
感，只不过这种自卑感通常会被表面的成功
所掩盖。

优越感是给自己的麻药，是优秀的
绊脚石

你最讨厌什么样的人？撒贝宁的答案
是：“活在周围人的赞美中，但其实你已经什
么都不是了，还自我感觉特别良好。”这位知
名主持人早就看透了优越感，知道优越感除
了作为自己给自己的一剂麻药，别无他用。

可以说，你的优越感越强，幸福感越小。
梁启超说过：“幸福感不在于你得到了什么，
而在于是否达到了你的心理预期。”优越感离
不开比较，当你的心理预期建立在别人身上
时，幸福感自然就变得渺茫。比较就是一剂
毒药，无论你多优秀，总有比你更优秀的；比
较会让人把焦点从自身转移到他人，从而失
去方向。

优越感还会让别人跟你产生距离感，无
论是下属还是同事，都会对你敬而远之。它
貌似能帮你赢得表面上的羡慕，但不会获得
深度信任。优越感最有毒就是，它让你不敢

去面对真正的现实。

优越感让人缺乏同理心，是“匮乏
感”的外在表现

优越感这东西就像内衣一样，你可以有
但不能到处秀给别人看。如何既表现得优秀
又不显得有优越感，这才是一种智慧。

蔡康永曾在节目中谈到，儿时有一次妈
妈带他去一个很有钱的朋友家吃饭，蔡康永
第一次吃到鱼翅，忍不住惊叹道：“真好吃，这
是什么东西啊？”主人微笑道：“这是粉丝。”长
大后，蔡康永才明白小时候餐桌上那位主人
的温柔用心。所谓的情商高，不就是明明很
优秀，但偏偏不让周围的人感到他有优越感。

优越感强的人，通常缺乏同理心，不能换
位思考，他们的谈话中总是有很多的“我”、很

少的“你”。而真正自信内心丰盈的人，心中
是有爱的，不需要靠贬低他人来获得优越感，
更不会炫耀自己的光鲜，拆穿他人的难堪。
所以，从本质上来讲，“优越感”其实是一种

“匮乏感”的外在表现。

请对优越感保持警觉，不秀优越感
也是一种教养

每当意识到内心的优越感冉冉升起的时
候，不妨问问自己：“是什么点燃了我的优越
感？”可能正因为我们不自信，所以每每出征
都需要一件“战袍”来自我保护，这件“战袍”
可能是学历、工作、背景、财富……于是，优越
感成了我们隐形的“战袍”。

比如，对于大多数职场人，自己所在的平
台通常会是优越感的来源，误把平台实力当

成自己的实力，沾沾自喜而不自知。你需要
学会把你的竞争力和平台的竞争力分开，汲
取你所在平台给你带来的营养，而不是变成
依附于这个平台的寄生体。只有这样，你才
不会在自卑感和优越感这两个极端游走。

优越感其实谁都有，但把优越感挂在脸
上并不会让人真正欣赏，反而会暴露你的浅
薄。不秀优越感，也是一种教养。美国心理
学家丹尼尔·戈尔曼在《情商》中曾写道：“你
让人舒服的程度，决定着你能抵达的高度。”

孟非有句话说得好：“所有的优越感都不
是来自容貌、身材、知识、家族、财富、地位、成
就和权利，它只来自缺见识和缺悲悯。”所以，
无论你多优秀，都应该对自己的优越感保持
警觉，这能帮我们探索自己，获得内在成长。
愿你我，脱下隐形的“战袍”，收起过剩的优越
感，真诚地待己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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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儿防老”
不如“五守”

妈
妈
是
我
的
后
盾
，我
是
儿
子
的
依
靠

很多人都以为只有自信才能表现出优越感很多人都以为只有自信才能表现出优越感，，恰恰相反恰恰相反，，正因为不自信才导致优正因为不自信才导致优

越感越感，，优越感只不过是自卑感以倒立的姿态走路优越感只不过是自卑感以倒立的姿态走路。。优越感离不开比较优越感离不开比较，，会让别人跟会让别人跟

你产生距离感你产生距离感，，让你不敢去面对真正的现实让你不敢去面对真正的现实。。无论你多优秀无论你多优秀，，都应该对自己的优越都应该对自己的优越

感保持警觉感保持警觉，，正如正如《《情商情商》》中所写中所写：：““你让人舒服的程度你让人舒服的程度，，决定着你能抵达的高度决定着你能抵达的高度。。””

■ 五瓣花

上周六晚我去看儿子，
到他学校时已晚上八点了。
我们对坐着吃重庆小面，他
告诉我一些他的决定，我握
着他的手说：“无论怎么决
定，妈妈都支持你。”然后我
们娘俩在深夜的公寓楼下边
走边聊，我挽着儿子的手臂
逛了很久。

记忆中，和一个人这样
一边聊天、一边散步，可以追
溯至大学校园里。那时是和
好友们，现在是和儿子。我
们谈失败、谈一些社会现象、
谈学习方法、谈改变，我希望
自己站在儿子旁边，不是一
个长者而是一个陪伴者。我
小心翼翼地问：“嫌妈妈啰唆
不、烦不？”儿子很直接说：

“要是嫌你烦，早把你轰走
了。”

儿子一直心心念念想着
高考结束后要买一辆摩托，
可是当妈的总是怕危险。那
天我问他：“摩托车对于你来
说意味着什么？”他说：“自
由。”想起儿子十岁时我拍下
的那个如风少年，总是喜欢
骑着自行车在小区里疾速骑
行。再大一点，他在暑假顶
着烈日骑着自行车经过坡坡
坎坎到我单位，在我这里中
转、喝点水，又在我的叮嘱声
中叮铃铃“飞”走了。蒋勋曾
说：“青春是一场嘉年华。”有
些事情，只属于青春。

人到中年，我的生活有
两极，一极关心正值青春的
儿子，一极关心年迈的父
母。偶尔跟儿子聊一聊，但
每天都会和妈妈微信聊天，她会告诉我爸
爸闹的笑话……其实我知道，妈妈每天都
在战斗，悉心看护生病的爸爸。

那天下午我去看父母，我还靠在爸爸
肩上问他：“爸爸，我俩亲不亲？”这个已叫
不出女儿名字的老爸，用他那浑浊的双眼
望着我大声说：“亲。”那一刻，我这个40多
岁的女人，感觉依然还是那个一直被爸妈
宠爱的幸福女孩。

家是永远靠得住的港湾，妈妈一直是
我的后盾，而我则是儿子的依靠。只有爱，
才如此温暖，像这明媚的春天。

■ 黎孟

都说“养儿防老”，可是未必所有孩子
都很孝顺，把养老完全寄托在孩子身上，是
非常不靠谱的。那么，什么养老最可靠呢？

守住老伴。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
伴”，这世上，除了父母，老伴就是最亲的
人，年轻时陪你走过风风雨雨，年老时和你
相濡以沫。老了，有个在乎你的冷暖、关心
你的悲欢的老伴，才是一生最大的幸福。
人到老年，一定要珍惜老伴。

守住老窝。赵朴初说：“父母的家永远
是子女的家，子女的家却未必是父母的
家”。人老了，一定要有个遮风挡雨属于自
己的房子。“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
有一方自己的小天地，老年生活就可以过
得自由自在，不用看儿女眼色。守住老窝，
就是守住安身立命之所，可以避免老无所
依。

守住老本。一定要事先准备好养老的
本钱，才有底气步入老年。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谁有都不如自己
有，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守住养老金，老年
生活才有保障。

守住健康。有句古话叫“久病床前无
孝子”，而无论多厚的家底，在重大疾病面
前都会被掏空。所以，拥有健康的身体比
什么都重要。尤其是年老时一定要守住健
康，没事多运动，好好养生。

守住老友。真正的朋友，一生一起
走。尤其到了老年，能和老友出来喝茶、聊
天、下棋，生活就会很充实快乐。人老了，
就怕没人说话，有三五知心好友可以倾诉
心声，聊聊过去，感叹人生，也是人间一大
乐事。守住老友，老年生活才不会孤单无
趣。

在如今这个老龄化社会，善待老伴和
老友，守住老窝和老本，拥有健康的身体，
做到这些才是人生最后的赢家。

父母的语言，决定着孩子未来的模样
■ 吴伯凡

“最苦不能苦孩子，最穷不能穷教
育”“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相信
这两句话是很多父母的养儿信条。然
而科学家告诉我们，最好的教育是免费
的，它就存在于父母的每一个词、每一
句话、每一次交谈和每一份互动中。

父母的每一句话，都在一点
一滴塑造孩子未来的模样

芝加哥大学儿科教授达娜·萨斯金
德博士是儿童人工耳蜗项目负责人，她
在《父母的语言》一书中指出，孩子的智
商和家长使用的词汇量有着密切关系。

由于人工耳蜗可记录患儿每天听到
的所有语言，萨斯金德教授对大量耳蜗
记录分析后发现，处于不同家庭中的孩
子所接受的词汇量有巨大差异：1～3岁
孩子平均每小时听到的语句：脑力劳动
者家庭487句话/小时，工人家庭301句
话/小时，接受救济家庭178句话/小时；3
岁孩子累计听到的单词量：脑力劳动者
家庭 4500万个单词，接收福利救济家庭
1300万个单词，低收入家庭孩子所掌握
的词汇量只有高知家庭孩子的1/2。

萨斯金德教授还发现，父母对孩子
说话的方式以及使用词汇量的多少不
仅影响孩子的读写能力、推理能力、空
间想象力，更会影响他们的抗压能力、
忍耐力甚至道德品质。在孩子每天所

使用词汇和行为表现中，有 86%～98%
都与父母曾经使用的言语一致——也
就是说，父母的每一句话，都在一点一
滴地塑造孩子未来的模样。

父母大量使用祈使句，易让
孩子陷入“感知黑洞”

婴儿从出生开始，每秒钟都会产生
700～1000条额外的类神经连接去感知
世界，因此孩子的感知力比大人敏感很
多。婴儿眼中的红色，可能会有十种以
上色差，但如果大人只贴上“红色”标
签，而不能用“深红”“ 朱红”“桃红”等
词语对色彩解释时，就会在无意中降低
孩子对色彩的感知力。如果父母的语
言过度贫乏，孩子甚至会进入到场景单
一的黑白世界中。而学习的过程在某
种程度上就是锻炼场景的感知能力，过
于单一的场景会让孩子在智商和情商
等多方面陷入低维度的陷阱——“感知
黑洞”。

假设父母每天大量使用“吃饭”“睡
觉”“一边去”“快写作业”等祈使短句，
孩子脑海里的世界必然是简单粗暴的，
因为这些短句强硬而冰冷，孩子感觉不
到温情。如果孩子每天被祈使句围绕，
就意味着他眼中的世界是一个由绝对
权力主宰的世界——不管权力发自于
哪一方，都彰显着绝对的不可抗性。比
如当孩子大喊：“我要买奥特曼玩具”，
此时他就是手握权力的信息发布者，接

收命令的父母就必须服从。
绝对权力的世界是一个单维度世

界，如果孩子生活的场景过度单一，感
知能力就会逐渐降低，认知不断坍缩，
便不能与同龄人共情，无法参与社会协
作，生活边界会被“感知黑洞”不断吞
噬。所以，在祈使句世界中长大的孩
子，性格会比较孤僻，行为会比较任性。

父母使用的语言越细致，孩
子对世界的印象就会越丰富、越
饱满

父母所使用的语言就是孩子对世
界最初的印象，语言的颗粒度越细致，
孩子对世界的印象就会越丰富、越饱
满；家长的语言越贫瘠，孩子的世界就
会越单调干瘪，甚至是失色。

只有当家长不再用已知的标签去
概括世界时，才会激活孩子用丰富的感
知力和想象力去观察和思考世界的样
子；也只有让孩子感受更多的语言、语
态、语气，孩子头脑中才能储存更多的
场景，让世界以一种丰富多彩的面貌呈
现出来。

只有孩子眼中的世界是多彩、健
康、和谐的，孩子心中的社会才是充满
善意与合作的。在面对困难和严峻挑
战时，孩子就能感受到黑白世界之外的
广阔世界，找到非黑即白之外的“第三
选择”。良好的语言，正是父母给孩子
最好的礼物。

乐活日子日子

研究表明，在孩子每天所使用词汇和行为表现
中，86%～98%都与父母曾经使用的言语一致。父母
对孩子说话的方式以及使用词汇量的多少不仅影响
孩子的读写能力、推理能力、空间想象力，更会影响他
们的抗压能力、忍耐力甚至道德品质。也就是说，父
母所使用的语言就是孩子对世界最初的印象，父母的
每一句话，都在一点一滴地塑造孩子未来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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